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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犹县位于江西省的西南部
,

有 17 个公社
、

2 个镇
,

17 。个大队
, 1

,

6 25 个生产队
,

2 2
.

8万多人
。

总面积为 1
,

4 61 平方公里
,

折合 21 9
.

15 万 亩
,

其 中山 地 面 积 为 1 8 4
.

8 5万

亩
,

耕地为 1 7
.

38 万亩
。

每人平均 山地 8
.

1亩
,

耕地。
,

76 亩
,

是山多 田少的山区县
。

境内有上犹江和寺下河两条水系
,

由西往东
,

流经南康
、

龙华汇合成章江
。

地貌特

点是西高东低
,

北
、

西
、

南三面环山
,

特别是西北面
,

高山重叠
、

峰峦起伏
,

均在海拔

名00 米以上
。

最高峰是西部与湖南省交界的笔架山
,

海拔 l
,

6 55 米
。

腹地为丘陵岗地和河

谷冲积平原
,

海拔高在 1 20 一 8 00 米之间
。

其地质类型为河谷冲积平原
、

红色砂砾岩
、

花

岗岩和变质岩山地
。

全年降雨量为 1
,

4 74 毫米
,

因受东南季风的影响
,

多集中在 4 一 8 月

份
,

占全年降雨量 的 70 % 以上
。

全年气温平均为 1 8
.

8 ℃
,

1月 (最 冷 月 ) 平 均 气温为

7
.

5 ℃
,

7 月 ( 最热月 ) 平均气温为 28
.

8℃
。

全年积温 l , 8 80 ℃
,

无 霜 期 2 88 天
。

根 据

自然条件和统计资料
,

我县适宜栽培水稻
、

黄麻
、

甘蔗
、

衫木
、

油茶等
。

粮食亩产去年

达到 86 9斤
,

每人平均 口粮 46 9斤
,

收入 69 元 ; 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都不高
。

由此

可见
,

我县的生产和生活水平都是很低的
。

全县植被程度分 布极不均匀
。

西北部山区
,

现保存较大面积的原始植被
,

且垂直分

布明显
。

山脚部经开发利用
,

有的营造了人工杉木林
、

油茶
、

果木等经济林
,

此外还有

樟科
、

壳斗科
、

豆科
、

蔷薇科
、

藤本
、

孩类等常绿阔叶林
,

是典型的亚热带常 绿 阔 叶

林植被类型 , 8 00 一 1
,

。00 米之间是以马尾松为主的常绿针阔叶 混 交 林
; 1 , 2 00 一 1

,

5 00

米之间是 以茅粟为主的落叶灌木林
; 1 , 5 00 米以上则是 以茅草为主的草地

。

这 是 变质岩

地区
,

其土壤也是发育在变质岩上的黑褐色泥沙质森林土壤
。

这些地区由于植被条件较

好
,

覆盖度在 0
.

9以上
,

终年绿树成荫
,

山青水秀
,

几乎不存在水土流失
。

它 是 上犹县

的主要林 区
,

每年给国家提供 4
.

5万立方米木材
。

腹部丘陵岗地的植被则几乎全 部 被破

坏
。

特别是花岗岩地区更是如此
,

覆盖度不足 0
.

2
,

只剩下稀疏的马尾松
,

形成沟壑纵横
、

千疮百孔的光山秃岭
。

这是上犹县主要的水土流失区
,

占全县水土流失面积的 80 % 以上
。

上犹县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4 4
.

57 万亩
,

占山地面积的 24
.

1%
。

其中轻 度 流 失 2 2
.

9 3



万亩
,

中度流失 1 8
.

34 万亩
,

强度翁!剧烈流失 3
.

30 万亩
。

强度流失区多 集 中在营前
、

金

盆
、

社溪
、

梅水等 四个公社
。

那里由于破坏了植被
,

水土流失严重
,

生态平衡失调
,

给

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产重的危害
。

首先是小气候失调
,

冬夏的绝对气温比邻近地

区相差 2 一 牛℃ ,

爆度获小
,

风速牲大
;
二是河床淤塞

,

水利设施冲毁
, 三是洪早灾害

频繁 , 四是嫌料
、

肥料
、

拘料
、

·

木料俱缺
。

这些地区一 百多年前并不是这样
。

以营前地区为例
。

县志中曾经记载
,

在清朝咸丰

年间有个名叫何亚四的农民领袖
,

率领数万农民起义
,

县衙派官兵从 上犹坐船
,

星夜赶

到营前镇压
。

一官兵报告说
: “
树密草厚

,

百步外乃不见贼矣
” 。

由此可见
,

当时的营

前是林密草厚
、

山青水秀的
,

是不存在水土流失的
。

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严重 的流失

呢 ? 根据调查和分析
,

这些地区都是花岗岩地区
。

虽然造成流失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
,

但

归根结底不外乎是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
。

(一 ) 自然因素
·

1
、

气温
。

上犹县地处亚热带季风区
,

冬夏气温相差 4 0 ℃ 左 右
,

绝 对 最 低 气 温

一 5
.

8 ℃ ,

绝对最高气温为 39 ℃
。

而裸露的地表温度冬夏相差在 80 ℃ 以上
。

地 表 和岩石

受热胀冷缩的影响
,

久而久之
,

便开始破碎
,

形成碎屑
。

2
、

冰霜雨 雪
。

降雨
,

特别是暴雨对土壤的侵蚀作用是 很大的
。

上犹县年平均降雨量

为 1
,

4 7 4毫米
,

年降雨量最多的一年达 2 ,

14 .8 1毫米
,

最少的一年也 有” .5 2毫 米
。

据最

近20 年的统计
,

暴市次数达 1 15 次
,

平均每年有 5 次之多
,

且降雨量又集中在 4一 8 月份
,

占全年降雨量的 70 %
。

雨量愈多愈集中和暴雨出现的次数愈多
,

侵蚀就愈严重
。

降雪和冰霜同样对土壤侵蚀有影响
,

特别是冰雪
。

当地表及岩缝 中的水冻结后
,

体

积扩大
,

产生挤压
,

使坚实的土层疏松
,

岩石开裂
; 而当气温开始回升后

,

冰冻开始溶

化
,

疏松的土层及岩石也开始脱落
,

随雨水顺坡滑下
,

造成流失
。

3
、

花筒岩本 身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性质也是引起水土流失的主要因素之 一
。

花岗岩

的物理结构中最大的特点是有明显的断裂
,

即裂隙
,

颗粒较粗
,

而且风化壳疏松
,

雨水

容易渗入
,

可吸水 30 %
。

雨水在重力的作用下
,

沿着断裂渗透
,

又加上 热 胀 冷 缩的作

用
,

整个风化层便疏松开裂
,

形成细沟
,

天长日久的侵蚀和流失变成切沟
。

当 吸 水 达

到饱和状态
,

超过安全系数后
,

便崩塌下来
,

形成崩岗
,

造成剧烈流失
。

其次是它的化

学性质决定了它容易风化
。

因它的化学组成中含有长石 (6 4 % )
、

石英 (1 6% ) 云母
、

氧化铁
、

氯化物
、

硫化物等
。

雨水进入岩层断裂与长石作用
,

生成白色的裔岭土
。

这时

花岗岩便被风化解体了
。

4
、

地形 与坡 度
。

这些地方均属岗地丘陵
,

坡度较陡
,

一般 在 25
。

左 右
。

疏松的表

土和风化物受重力的作用往下滑
,

形成流失
。

(二 ) 社会因素
。

社会因素主要是指人们不合理的活动
,

即破坏活动
。

、

人 口 嵌增
,

耗材量大大超过林木生 长量
。

营前
、

社澳等四个公社是开发较早
、

人烟稠密的地区
,

现有人口约 7
.

2万人
,

是解放初期的 2 倍
。

一 个 人 一年 平 均 耗材量

0
.

5 6 6立方米
,

岗岩流失区
,

(包括烧柴 0
.

48 立方米 )
。

根据调查
,

在花岗岩的残次林 中
,

特 别是花

林木的年生长量仅为。
.

07 立方米
,

有的甚至不足 0
.

01 立方米
。

也就是说
,

人们为了生活下去
,

一年必须砍伐 8
.

1亩的山林面积
。

当几棵稀疏的马尾松被砍 伐 后
,



便去挖草根或幼林
。

所以水土流失面积越来越大
,

程度也越来越严重
。

2
、

卖青山
。

解放前的山林 70 %是地主
、

庙堂所有
,

20 %为富农
、

中农所有
。

封建

山主和木材资本家为了取得高额的利润
,

互相买卖青 山
,

进行掠夺式的经营
,

使森林遭

到毁灭性的破坏
。

3
、

不 合理的 积肥和 开荒
。

这些地区的农民至今仍有铲草皮积肥的旧习惯
。

本来植

被条件就很差了
,

刚刚恢复一点草类
,

便又被连根铲除
,

造成新的流失
。

其次是顺坡开

荒
,

例如
,

营前的梅里大 队
,

金盆的横岭
、

牌坊大队
,

到处都有小块小块的开荒地
,

而

且是顺坡开垦的
,

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
。

最后基岩裸露
,

便把它丢弃
,

又在另一块地开

垦
。

这样无止境地开下去
,

年复一年
,

所以那些地区水土流失十分严重
。

4
、

林权不落实
。

解放后 30 多年 中
,

由于生产体制的变革
,

社队规模不稳
,

政策多

变
,

林权不落实
,

造成乱砍滥伐
。

特别是 1 9 5 8年的大炼钢铁
,

砍树烧炭 , 1 9 6 8年的大办

集体养猪场和扩社并队等
,

都直接破坏 了山林
。

5
、

其它原 因
。

如 “
剃光头

” 式的油茶林全垦等不合理的经营方式
,

也是直接破坏

植被
,

产生水土流失的原因之一
。

花岗岩本来是一种坚硬的岩石
,

但由于受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
,

就能使坚硬的岩石

风化成疏松的物质
,

形成深厚的风化壳
,

一般厚度在 20 一 30 米之间
,

最 厚 的 可 达 50 余

米
。

风化壳深厚
,

质地疏松
,

就为土的流失提供了物质基础
。

当地面植被遭到了破坏
,

原来起保护作用的红土层逐渐冲刷光了以后
,

裸露出来的就是风化的或半风化的粗砂土

层和碎屑
。

而它本身的性质又不保水
,

含水量只有 2 一 3 %
,

接近凋 萎 系 数
,

又 缺乏

养分
,

植物难以生长
。

也就是说
,

侵蚀作用大于植物生长所能起的固土作用
,

结果使 自

然条件更加趋向恶化
,

最后形成光山秃岭
,

沟壑纵横
,

崩岗遍地
,

水土流失的结果
,

给当地人 民的生产生活带米了严重的后果
。

解放后
,

在党和人民

政府的领导下
,

为了发展生产
,

改善生活
,

上犹县曾经开展过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
,

并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
。

例如
,

从 1 9 6 3年开始
,

在花岗岩流失区的社溪公社大安小流域
,

经过四年的连续治理
,

基本控制了流失
,

光山变成青山
,

泥沙河变成了清水河 , 解决了

群众的烧柴
,

改善了生产条件 , 农业生产稳步 上升
,

粮食单产 由19 63 年 的 4 18 斤
,

_

上升

到 1 9 7 9年 的 6 90 斤
,

每人平均口粮由 38 2斤增加到 5 05 斤
,

收入由 38 元增加到 51 元
。

实践

证明
,

只要方法对头
,

持之以恒
,

水土流失是可以治好的
。

在具体方法上
,

坚持 以下几

个原则
:

1
、

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
,

以生物措施为主
。

在进行工程措 施 时
,

必 须 做到
“ 因地制宜

” , “ 因害设防
” ,

用 “ 平山顶
、

拦山腰
、

堵沟口
” 的方法

,

即在 山顶修水

平台地 ; 山腰部分坡度大的修水平 沟
,

坡度小的修梯田
; 有崩岗的地方 修 谷 坊 或拦沙

坝 , 以拦截泥沙和蓄水
,

给生物创造 良好的生长条件 , 山脚部分一般坡度较小
,

土层深

厚
,

水肥条件好
,

应修成水平梯田
。

接着要跟上生物措施
,

注意针阔叶混交
、

乔灌草一

齐上
,

能农则农
、

能林则林
,

做到
“ 因地制宜

” ,

真正达到生物护工程
、

工
_

程 促 生 物



的作用
。

2
、

洽坡育治沟相结合
,

以治坡为主
。

土壤侵蚀首先是面蚀
,

然后发 展 到 沟 蚀
。

因

此
,

在治理 上必须先治坡
,

治好坡才能控制坡面水土流失
。

3
、

短期突击和常年管理相笛合
,

以常年 , 理为主
。

工程效益的发挥和生物的保存与

生长都必须要加强管理和保护
,

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
。

否则是
“ 劳 民 伤 财 ” 一 场 空

,

甚至会引起新的
、

更产重的流失
。

这方面
,

英国皇家科学协会首席农林顾间佩雷拉爵士

在考察赣南的水土流失时
,

也曾经指出
: “ 中国的治山经验和技术是先进的

,

但管得不

灯
。 ” 因此

,

必须加强管理
。

除此以外
,

还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
:

1
、

改革 “
剃光头

” 式的油茶林全垦为带垦或实行免耕法
。 “ 剃光头 ” 式的全恳害处

很多
,

造成新的水土流失
,

坑害农业
、

水利
、

林业
,

坑害群众
。

本来这些 地 区 人 烟稠

么 烧柴紧张
,

油茶林间的灌草是很好的燃料
,

完全可以充分 利用
。

2
、

禁止铲草皮和不合理的开荒
。

3
、

推广水泥砖
、

水泥瓦
,

厂

逐步封死烧柴的土窑
。

水泥砖水泥瓦是一种新产品
,

人们

还不习惯
,

也有一个提高的过程
。

但它是利用当地生产的水泥和取之不尽
、

用之不竭的

砂石这个优势
,

又不需要重新烧制
,

既经济又实用
,

又能保护林木
,

增加植被
,

必须大

力推广
。

沐
、

推广沼气
。

沼气是 一种生物新能源
,

它在上犹县的历史不久
,

但前途远大
,

优越

性很多
,

深受群众欢迎
。

抓推广省柴灶
。

据我县试改的省柴灶
,

比老式灶省柴 30 %
,

有的可省柴 40 一 50 %
.

且烧水煮饭时间也较短
,

具有多种优越性
。

6
、

加强封山育林
。 _

L犹县地处亚热带季风区
,

气候温和
,

雨水充沛
,

很适宜各种林

木和草类的生长
。

在轻中度和经治理的流失区
,

只要全封三
、

四年
, 、

沈可以恢复植被
,

达到控制水土流失的目的
。

这是投资少
,

收效快
,

简单易行的好方法
。

因此
,

必须充分

利用这个优越的自然条件
。

了
、

落实斌策
,

润动积掇性
。

十年浩劫期间
,

许多政策被搞乱了
,

至今流毒甚广
。

而

且政策多变
,

变来变去
,

变得人们无所适从
,

失去信心
,

挫伤积极性
。

在治山方面
,

首

先必须落实林权和山权
,

对于水土流失的光山荒山
,

浪据具体情况
,

划一部分给社员和

驻地单位经营
,

’

并发给执照
,

长期固定不变
,

督促其绿化
。

治理了多少就按标准补助多

少
,

坚决纠 正过去那种撒胡椒面的做法
。

相信只要在党 的领导下
,

发动群众
,

按照原则
,

做好以上几项工作
,

特别是要做毕

计划生育工作
,

把人 口降十
`

来
,

_

上犹县的水土保持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
。


